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擐鸟董寨鸟类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为朱 挂鸟巢
(

资料图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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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居生态城留得“国宝”常栖息
� � � � 2013

年
10

月
10

日上午，信阳市董寨国家级自
然保护区培育的

34

只朱 ， 从该繁育基地大网笼
中飞出，展翅翱翔在风景秀美的信阳上空，这是我
国在朱原产地以外的首次放飞，标志着我国在拯
救濒危物种方面迈入新的阶段。对生态环境有着极
高且严苛要求的朱 ，在信阳落户、生长、繁衍，是
对信阳良好生态环境的充分肯定，更是信阳为保护
生态环境不懈努力的有力佐证。

近年来，市委、市政府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和
生态建设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，始终把
保护青山绿水、建设淮河源“生态屏障”作为己任，

不遗余力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。 特别是在
2004

年
获得“国家级生态示范市”称号后，更加强化立足生态做
足发展、赢得竞争必先赢得环境的意识，提出并开
始实施“生态立市”战略，构筑了生态工业、生态农业、生
态旅游、生态文化、生态环境和生态社会建设六大
框架，探索出一条保护与发展“双赢”的道路。

“国宝”朱的常驻让拥有“中国十佳宜居城
市”“中国最具绿色竞争力城市”“中国绿色经济十
佳城市”“全国最佳环保示范城市”“中国节能减排
示范城市”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”等诸多桂冠的信
阳更添一份灵动的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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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寨保护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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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暖温带向亚
热带过渡地带，气候温暖湿润，降水、光照充
足，动植物资源丰富，森林覆盖率高，保护区
内塘湖堰坝星罗棋布，鱼类、泥鳅等朱最
喜欢吃的食物丰富，是“国宝”朱理想的迁
地保护和野化放归地。

从
2007

年起，国家林业局首次把
17

只

朱调到生态环境优越的董寨国家级自然
保护区，几年来，朱数量已达

128

只，达到
野外放飞的数量条件。 去年

10

月
10

日，

34

只经过野化训练、身体健壮、亲缘关系相对
较远的朱在当地被放飞，成为朱在中国
原产地以外的首次放飞，扩大了朱野外种
群分布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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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在董寨保护区野化训练大网笼中的朱
(

资料图
)

擐鸟“国宝”朱在信阳生活得很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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擐鸟董寨的朱生宝宝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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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消息
(

记者陈世军通讯员吴海涛
) 5

月
22

日，记
者在罗山县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观测站看到，此前放飞自
然的一对朱成功在野外孵出一只幼鸟， 小家伙羽毛白中带乌，

憨态可掬，两只成年朱来回穿梭，轮流饲喂，“三口之家”，幸福
温馨，其乐融融。这是该保护区野外放飞朱以来，首次发现这一
濒危物种的幼鸟在野外出生。

据了解，这对朱是在灵山放飞后，到该县彭新镇一处深山
丛林中安家、“热恋”进而产生爱情结晶的。 去年

10

月放飞时，雄
鸟

３

岁，雌鸟
２

岁。今年春季，保护区野外跟踪观测站“情报人员”

发现它们开始筑巢，准备孵化幼鸟。

孵化期内， 工作人员在巢附近设置望远镜进行全天候
24

小
时“偷窥”观测，并在树下拉起线网以防幼鸟掉下，同时，工作人员
还将巢周边松树树兜洒上黄酒等保护措施，防朱蛇、黄鼠狼等
天敌的侵袭，真可谓是高规格“特护”。

“这是我们放飞后，在野外发现的第一窝朱 ，幼鸟现在有
37

日龄，再有一个星期，这小家伙儿就可以飞啦！ ”保护区朱
养殖站站长王科高兴而又激动地说。

这次人工孵化的朱在野外孵化出幼鸟儿，标志着董寨国家
级自然保护区对朱实施的首次野化放飞取得初步成功，也标志
着朱保护由单纯的人工抢救开始转向回归自然的新阶段

,

将为
今后野外放飞朱积累可贵经验。

“新生命的诞生，标志着董寨朱的野外放飞工作迈出了
坚实的一步， 此次朱野外繁育幼鸟， 为董寨再次野化放
飞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， 为在我省建立朱野生种群开
了一个好头。 ”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潘茂盛说。

擐鸟
朱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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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是世界上濒危的鸟类之一， 属国家
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美丽而优雅，被称为
“吉祥之鸟”“东方瑰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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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中叶以来， 朱数量急剧减少，

相继在前苏联、朝鲜等国灭绝，我国的数量也
急剧下降，

1981

年在陕西省洋县曾发现
7

只。 朱种群减少的原因很多：许多野林木，

特别是一些高大古树被大量砍伐导致朱栖
息地减少； 农村耕作制度的改革， 冬水田减

少，加上农药、化肥以及化工污染，导致朱
的食源减少；朱个体大，颜色鲜艳，也易成
为捕杀目标；朱天敌多、病害多，特别是寄
生虫感染率高达

100％

，自身抗病力弱，自然
死亡率高等。

近年来，通过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努力，

朱数量已增加到
2 000

余只， 全国有
7

处人工繁育基地， 野生种群数量超过
1000

只。


